
古代清明前后，老人们
开始给儿孙扎风筝， 用竹
条、蜡线、纸或者绢做材料
制作风筝。如今，长沙会扎
传统风筝的人越来越少，这
门手艺正渐渐被人们所遗
忘。

77岁的冯康寿老人，因
从小喜欢风筝，学会了制作
传统风筝的手艺，退休后更
是把制作风筝当做了事业。
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小有名
气的“风筝达人”。

最大的风筝有18米

每到晴天，在湖南烈士
公园里就能看到冯爹爹的
身影，他手持绞线盘，拉着
一个大风筝。这位老人的空
闲时间几乎全耗在了风筝
上，退休十余年间做了近百
个风筝， 而且专做大型风
筝。他制作的风筝中，最大
的长达18米，最小的也有近

3米长。
“童年时扎制的风筝，

多为八角形，是最简单的那
种。”冯爹爹告诉记者，他小
时候就特别喜欢风筝，但家
穷买不起，只能拣些旧报纸
糊着玩儿。后来，他从空军
部队转业回来后，依旧忘不
了对蓝天的眷恋，也终于有
了自己的时间，重拾风筝爱
好，并尝试进一步创新。

他家有间“风筝房”

记者看到，冯爹爹家有
一间房，专门存放着他扎制
的风筝，有神舟飞船船体的
风筝、有书写“钓鱼岛是中
国的”的雷达风筝、有为庆
祝国庆65周年的大灯笼风
筝以及歼-10、 苏-30飞机
等等，每只风筝都充满着时
代感。

除了那些有纪念意义
的风筝，冯爹爹最喜爱的还

是自己设计的飞天蜈蚣，这
种风筝造型特异， 遍体鳞
甲，着色艳丽，光蜈蚣头就
有1.5米长，色彩亮丽，头后
挂若干节， 每节长80厘米，
直径35厘米。

背着大竹竿走3小时

“好的风筝， 就需要先
选一块好的布料。” 为了寻
一块好布料，冯爹爹常常奔
波在长沙市各个布市，轻薄
和细密的布是他的首选。为
了制作的风筝显得精良，年
过花甲的冯爹爹还跟着老
伴学习缝纫。

有一次，为了选好的风
筝骨架，冯爹爹特意去了东
屯渡市场，可惜竿子太长没
法上公交车，他扛着材料花
了3个多小时才走回家。

（市民王先生提供线
索，奖励30元）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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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肿瘤妈妈A10

坚强的肿瘤妈妈潘妙，在预产期前3周进行了剖腹产，成功产下千金，
孩子在保温房住了一个星期才脱离危险。而潘妙的医生说，她的骨肿瘤并
未扩散到全身，采取截肢或其他治疗方式，是可以治愈的。核心提示

“福彩帮帮帮”
赴长沙县慰问
无助母女

3月18日，湖南福彩“福
彩帮帮帮” 爱心行动小组再
次来到了长沙县高桥镇双龙
村， 慰问了瘫痪在床37年的
易香莲， 为她申请了福彩公
益金资助， 并在当地爱心组
织的帮助下， 将她送往高桥
镇敬老院妥善安置。

在长沙县高桥镇双龙
村，说起易香莲和她母亲，几
乎无人不知。 易香莲今年59
岁，多年前的一场飞来横祸，
使她下半身完全瘫痪， 生活
起居全靠80高龄的母亲杨慧
芳照顾，就这样，一直过了37
年。“母亲承受了早年丧子、
晚年丧夫的巨大打击， 却从
来没有放弃过我， 她是天底
下最坚强的妈妈。”每当说起
母亲， 易香莲的眼里总是噙
满了泪花。

由于卧床多年， 易香莲
患上了糖尿病、冠心病，杨妈
妈也因为心脏病住过三次
院，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如
今的杨妈妈已经做不了饭，
只能帮女儿端个饭倒杯水，
看着自己身体一天天变差，
她最担心的就是没人来照顾
女儿易香莲。 在得知这种情
况后， 湖南福彩“福彩帮帮
帮” 爱心行动小组多次来到
高桥镇双龙村看望这对母
女，并多方协调，将易香莲妥
善安置到了高桥镇敬老院。

“福彩帮帮帮”， 是由湖
南福彩联合湖南电视台公共
频道开办的一档弘扬福彩文
化、 彰显公益理念的爱心帮
扶节目，活动开展五年多来，
爱心足迹遍布三湘大地，已
用福彩公益金帮扶救助省内
各类困难群体近百名， 在全
社会激发和弘扬了关爱困难
弱势群体的传统美德。 我们
相信， 在福彩事业进一步发
展的同时， 也将有更多的福
彩公益金帮助到那些需要帮
助的人。 ■冯长治

本报3月22日讯 十月怀胎， 一朝分
娩，可身患骨肿瘤晚期的潘妙实在等不到
正常生产的那天， 在预产期前3周进行了
剖腹产（详见本报3月11日A10版报道）。3
月22日，记者再次见到了这位坚强的肿瘤
妈妈，产后一周，她成功闯过鬼门关，现在
母女平安。

难掩初为人母的喜悦

今天上午， 记者在湘雅三医院外科楼
见到了潘妙。躺在病床上的她脸色苍白，每
说一句话都显得十分吃力， 但脸上却难掩
初为人母的喜悦。

“当时我感觉肚子一阵痛，我想她要来
了。”潘妙向记者讲述了生产当天的情形。3
月12日下午1点多，潘妙有了阵痛感，家人
马上联系医生，随后她被送到手术室，5点
多才出来。

第一时间得知母女平安， 最欣慰的莫
过于潘妙的丈夫王理了。自从老婆怀孕后，
他便形影不离的陪伴在其左右。 据王理介
绍，由于距离预产期还有近三周，换做正常
人是不会同意这么早做剖腹产的， 但潘妙
的情况不一样，肿瘤、血栓、骨折等多种疾
病折磨着这个孕妇，她甚至不能正常走动，
连睡觉都只能半躺着才能减轻痛苦。 为安
全起见，医生决定对其实施剖腹产。

小家伙过了“呼吸关”

或许是未足月的缘故， 小家伙出生后
并不顺利。“她刚出生时只有4斤多， 呼吸
也不顺畅，得借助呼吸机。”王理说，女儿在
保温房住了一个星期才脱离危险。 孩子每
多住一天， 夫妻俩的心就多悬一天，“昨天
医生终于说情况已趋于稳定， 孩子下周就
可以出院了。”

目前，小家伙还在医院的保温箱内，夫
妻俩一天可以见到一次。“以后就可以天天
陪伴了。”说到这里，潘妙一脸幸福。

肿瘤未扩散或可治愈

潘妙，3年内自然流产4次，第5次才怀
上宝宝。历经数月，辗转多家医院，她终于
喜得千金，如愿成为一名母亲。如今，潘家
兴奋之余又不得不面临潘妙自身肿瘤治愈
的难题。幸运的是，医生说，潘妙产后检查
结果显示，她的骨肿瘤并未扩散到全身。只
要加以控制，采取截肢或其他治疗方式，是
可以治愈的。

潘妙说，在她住院期间，共收到社会爱
心人士、亲朋好友捐赠的1万余元，更有好
心人从各地给她分享治疗癌症心得。

坚强肿瘤孕妈的事迹经本报报道后，
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全国多家电视
台欲跟踪报道坚强孕妈系列专题。 潘妙在
治疗肿瘤期间， 医疗费用将是一笔不小的
挑战， 若热心读者有意帮助这对坚强的母
女， 可致电本报热线96258或直接联系其
丈夫王理（15074972383）。

■记者 张洋银

肿瘤妈妈闯“鬼门关”顺利产女
医生：所幸她的肿瘤未扩散至全身，截肢或可治愈

一起寻找长沙老行当匠人

77岁老人一生痴迷做风筝
怕老手艺失传，想找个诚心好学的好徒弟

冯爹爹在风筝上倾注了一片心血，可他一直担忧，现在做手工风筝的几乎都是
老人，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这种传统手艺正渐渐没落。冯爹爹告诉记者，只要有人诚
心愿学，耐得住性子，他就可以将手艺传给他。

长沙市东风路南天花园小区，冯康寿老人在家里调试自己制作的风筝。 记者 田超 摄

互动

近日，一则“防霾清肺”题材的公交车
体3D广告引起过往行人关注，据悉，这是
百年治咳药企广州白云山潘高寿宣传护
肺清肺的新一轮市场广告投放。

一瓶巨大的枇杷露悬浮于灰霾笼罩
的都市上空，随着药液的倾倒，城市再现
蓝天绿树， 与普通的车体广告不同的是，
该广告画面由国内著名3D画艺术家万氏

兄弟创作，画面3D效果凸显，视觉
冲击力较强，非常吸引眼球。

潘高寿市场广告投放负责人表
示，这是国内首个以“防霾清肺”为
题材的3D公交车体广告，通过3D画
形式展现可以清肺的止咳药， 一方
面可以强化品牌印象， 另一方面希
望广大市民看到后能对自身肺部健

康更加重视。
另据该负责人透露， 潘高

寿作为传统止咳护肺中药企业
在护肺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 拥有悠久的中医药历史文
化底蕴和雄厚的科研技术力
量。 潘高寿在加快相关产品研
发进度的同时， 一直以来都在

呼吁人们重视自身肺部健康，
并致力于开展以绿肺健康为主
题的公益活动， 不久前也通过
广东省红十字会向京津冀地区
环卫工捐赠护肺产品， 用于帮
助其改善肺部健康及在当地开
展肺部保健工作。

据了解，2013年4月，白云
山潘高寿成立了国内首个专
门用于资助大气污染伤害防

治的基金———广药潘高寿
“绿肺基金”。 自基金成立以
来， 潘高寿除了积极与国内
顶尖院校合作， 加快相关产
品研发之外， 同时注重养肺
护肺文化推广宣传， 在全国
各地举办以“绿肺健康”为主
题的公益活动， 开展养肺护
肺科普宣传， 传播护肺养生
理念。

国内惊现首个“防霾清肺”题材的3D公交车身广告
经济信息


